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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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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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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砚秋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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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序·写在前面的话
当一件带着历史印记的精美的古陶瓷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由表及里，看到它所蕴含的更多的东
西：它的造型、釉色、结构、合理性、视觉上的舒服感、艺术上的美感，再到它的工艺过程，它是怎
样由一捧泥土经过水与火的砺练，经过若干道工序，经过若干双手，最终成为一件完美的瓷器⋯⋯
口述人孟树锋简介
孟树锋，出生于陶瓷世家，自幼生活在陈炉这样一个制陶烧瓷的天然环境里，从小便跟陶瓷发生联系
；后来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奠定了他今后从事陶瓷事业的基础；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在陈炉陶
瓷厂一干就是十二年⋯⋯
第一章 生在陈炉——与陶瓷的不解之缘
1955年1月，他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陈炉镇，这里的人世代以做陶瓷为生，孟老师的祖辈也不例外，从
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身边的一切人和物皆与陶瓷有关。

第二章 我的大学生涯——奠定了将来做陶瓷的基础和信念
1976年11月，孟老师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开始了他的四年大学生涯。
由于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孟老师又天生爱读书，因此在求学的过程中，他格外刻苦，格外珍惜这
样的学习机会。

第三章 七年厂长心酸路__对陈炉民间瓷的全面开发和出口创新
大学毕业后曾想离开陈炉、走出大山的孟老师，在无奈的情况下，回到了陈炉陶瓷厂技术科，很快将
自己在陶院所学的那一套东西转化到了实际工作中。

第四章 我家陈炉镇之瓷——陈炉镇做陶瓷的历史及现状
陈炉镇在陕西省铜川市东南20公里处的山中，位于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接壤的台沿上，以陶炉陈列或
者炉渣遍陈而得其名。
陈炉在长达近千年的瓷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业分工、行业规范和行业信仰。

第五章 土与火的交融——陈炉镇的窑炉文化和制瓷技艺
“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宫商角徵交响，汇成陶海叹汪洋，真是森罗万象。
”郭沫若的这首《西江月·颂陶》，形象地赞颂了陶瓷与土、与火、与天地阴阳的交融。
从原料的开采、加工，到最终一件完美瓷器的诞生，这其中要经历若干道工序才能实现。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而窑炉正是完成这一砺练过程的载体，因此，窑炉文化是陈炉陶瓷文化中最关
键的组成部分。

第六章 青瓷是练出来的——对耀瓷的认识和创作心得
随着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耀州窑的研究被赋予新的时代
意义。
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孟老师作为项目负责人，对耀州窑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看法：除却对考古的研究、
对工艺技术的研究，我们现在欠缺的是从文化、艺术、美学、人文等方面来解读耀瓷，挖掘出它所蕴
含的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第七章 古窑新生——对耀瓷的继承和创新
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的项目负责人，孟老师又开始承担起了
新的工作，他系统策划了对陈炉老艺人的个案调查分析，用文字、图片、影像等手段把耀州瓷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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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记录下来。
接下来，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活态景观，复原宋代工艺流程，把传承和教学结合起来，培养新型的陶
瓷艺术人才，并希望这个心愿能早日实现。

附：孟树锋其他作品
附：名家题词
附：孟树锋大事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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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刘：孟老师，您好！
早就听说您了，这次总算是见面了！
我跟您一样，也是陶院毕业的，学的也是陶瓷艺术设计。
孟：小师妹，你好！
我们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现在又一起合作这本书，真是缘分啊！
耀州窑是个非常不错的选题，现在它的历史地位正逐渐被恢复，逐渐开始被人们重视，应该说，它的
可挖掘潜力和它的学术价值都是巨大的，如果你能坚持做下去，从美学方面、文化方面研究它，那将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领域的研究目前还非常少。
刘：多谢孟老师！
我的硕土毕业论文做的也是耀州窑这个课题，我想我会坚持下去的。
现在说说您吧。
听说您出生于陶瓷世家，那么您的手艺是家传的吗？
我也注意到，您的作品落款大都是用“三代陶人”这个称谓，“三代”是指哪三代呢？
您这个家族做陶瓷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
孟：严格来讲，家传有一点点，但不是很多，我是一直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天冷，在作坊门口盘一个火炉，整个窑洞里面被烟熏得全是黑的，那时候窑洞里的
砖不粉，砌的拱圈砖就露在外边，不像现在都刷成白色，所以附着物很容易附着上去，烟一熏全是黑
的，练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练泥机粗练细练，全是凭手工摔泥，通过一砸一挤，就是一个揉合
的过程。
这用力一摔，泥点就溅到墙上去了，就是一个个白色的泥点，时间久了，黑墙上就布满了泥点，那是
很难出现的一个景观，这幅画面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就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与陶瓷有关的环境里
。
我祖辈上几代都是做陶瓷的，但是我父亲没有教过我怎么做陶瓷，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我爷爷就更
没法教我了，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也不算是家传，正儿八经只能说成长与那个环境有关。
另外，我们陈炉的陶瓷啊，到我们能记事的时候，甚至我祖父我父亲他们能记事的时候，和耀州青瓷
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耀州青瓷人家那是宋代的事，我曾祖那也才是清朝的人，明朝人跟耀州青瓷都
没关系了，更别说清朝的人。
耀州瓷的断代太严重，太长，差别很大，陈炉陶瓷跟宋代的耀州青瓷可以说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根
本不可能从这里学到耀州青瓷，只能说小的时候在这个氛围里生长过。
我们家做陶瓷不止三代，“三代陶人”只是一个惯用的说法。
我们没有家谱，当地祭祀祖先有一种家堂轴子，就是祖先像，逢年过节、结婚等大典的时候，把它挂
出来拜祭。
我们老孟家的家堂轴子还在，现在在我一个侄子手里，我把轴子上面的名字全部抄下来了。
我们祖先叫孟宪印，我们老孟家和孔家、曾家、颜家都有排字，我们用的就是人家孔家的排字，我应
该是“庆”字辈。
孟宪印应该是元代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县迁居到陕西富平县最东边的美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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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的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的储备及练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
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
烧成等七个方面。
一件制品要经过采料、精选、风化、配比、耙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釉料精选、配
制、施釉、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作、装窑、烧窑等17道工序，经过无数双陶工的手
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若是烧窑这一关没把握好，就有可能功亏一篑，这便是陶瓷艺术
的独特之处。
孟老师说：“我们做陶瓷的实际上是很苦的，辛辛苦苦努力了半天，就看最后一把火，如果没烧好那
就白费了，就没收成了。
”但或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这门艺术具有了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正因如此，自瓷器诞生的
近2000年来，无数代陶工们前赴后继，才锻造出了历史上那么多美轮美奂的瓷器珍品，成为中华民族
引以为傲的艺术瑰宝。
今天，我们能看到更新更先进的制瓷技术得以应用，更时尚更现代的陶瓷作品新鲜出炉。
我们无法忘记，正是因为有了诸如耀州窑这样的民间窑场里默默无闻的陶工们，他们通过口传身授将
这门古老的技艺一代一代沿袭传承下来，并在实践中日臻发展完善，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异彩纷呈的
局面。
但是，我们不容乐观，我们更应该知道：中国在世界陶瓷界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曾经的辉煌，让世人
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出产的古陶瓷。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也许中国的陶瓷艺术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一次跨越，中国陶瓷能否再获得像
宋、元、明、清那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期待看到那一天。
而在当前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记录、传承、挽救像耀州窑这些濒临失传的传统制瓷技艺。
其濒危的原因跟其他民间艺术门类一样，是多方面的。
在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冲击下，陈炉的陶瓷业一度萧条，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外出打工，使得古老的传
统技艺后继乏人，失传在即。
但这一切却似乎不可抗拒，因为社会要向前发展，机械不断吞噬着手工。
而太多沉痛的经验告知我们，不能再弄丢了它们，否则我们又如何去谈超越？
如何去超越历史、超越经典？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何抉择，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
我在想，孟老师这个建立耀州窑活态景观，集旅游、教学、传承于一体的构想或许倒是一个合理的方
案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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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代陶人:陶瓷大师孟树锋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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